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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初，港超球隊傑志歷史性晉級亞冠盃16強，以及
本周在印度展開的亞洲盃外圍實，港台皆排除萬難爭取
到獨家轉播權，過程涵蓋購買版權、節目製作及刊登廣
告宣傳。從2020年東京奧運會、東殘奧、2021年全運
會、全殘運，到今年北京冬奧會、冬殘奧的轉播，再到
至今每日播出的「港台體壇123」及每周播出的「體壇無
極限」節目。何重恩說，港台在推廣體育方面實在不遺
餘力，有目共睹。

從年輕時擔任音樂節目DJ，到管理香港電台的4條中文頻
道，現任顧問（節目）的何重恩心中火焰從未熄滅，也對港台
這些年來的起伏變化有感而發：「其實一開始我沒有打算做公
務員，我很喜歡音樂，也喜歡做節目。隨着年紀和眼界的變
化，我開始覺得自己在媒體可以發揮的作用不止於幕前，幕後
工作可以策劃節目內容，甚至使用媒體的傳播力量去影響社
會，如果成功做到一些正面的效果，或者促成一些改變，盡到
自己的責任，可以獲得更大的滿足感。」
回顧往昔，他早年曾參與策劃「同心同根萬里行」活動，帶
着「太陽計劃」去內地不同省市舉辦匯演、組織青年活動等，
亦曾帶領香港不少明星藝人赴內地做義工辦「十大愛心之
星」，近距離認識國家的方方面面，「在那個年代，我已經好
明白，媒體除了娛樂作用，同樣具有很強的教育和正能量的意
義，媒體人更應具有使命感。」再看今朝，他相信港台可穩定
地栽培年輕人入行，「我們歡迎台前幕後各種不同類型的新人
加入，特別是擁有多媒體製作經驗，能夠在大小平台有更多創
作意念的人才。我們的節目在所有電視台中的收視未必是第
一，但在YouTube頻道有超過100萬的訂閱人數，最近也做
了很多獨家體育節目。我成立創意組的初衷，便是希望大家
多提出些新的創作點子，令節目更豐富多元化。」
在繁忙工作之餘，他也有走入大學課堂授課，身體力行講

述「媒體人沒有一日會停止工作」的道理。他注重教授的不
是專業技能，而是一顆「心」，「年輕人想要入行成為新聞
工作者，首先要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什麼，出發點又是什麼？
如果以為在職業中可以任意宣洩情緒和理念，似乎很難找得
到一份合適的工作。當年我在學習的過程中，老師都是教要
持守『中立』，如今我訓練學生，都希望他們明白，製作節
目不應該只為表達個人的觀點，正如在綜合節目上就不宜談
政治。」

從幕前到幕後
籲年輕人入行前先問「心」

◆◆《《灣區全媒睇灣區全媒睇》》是港台與廣州市廣播電視台聯合製作的節目是港台與廣州市廣播電視台聯合製作的節目。。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為小型體育賽事爭取轉播權

永不言休的何重恩面對海量的工作，從未感
到有壓力，他反而樂在其中，「港台曾經

走在困難的路上，如今在李百全處長領導下重新
起步。我們現在的尺度、角度和目的，在節目中
皆表達得十分清楚，並獲觀眾普遍認同。」他堅
定地說，「我很榮幸可以為香港電台服務，我們
共同生活在這裏，都是真心希望香港好。」

國劇連播收視不俗樹立口碑
港台重新起步的決心，從旗艦台「港台電視

31」中可見一斑，去年7月優質軍旅題材國劇
《號手就位》以雷霆之勢拉開了「國劇830」節
目的序幕，隨之既有《大江大河》、《喬家的兒
女》等囊括改革開放後城市和鄉村的成長發展歷
程，填補不同年代的港人對國家歷史認知和城鄉
發展知識的空白的時代劇，也有《星辰大海》、
《馭鮫記》等熱播言情劇。何重恩表示：「我們
總是在討論香港如何融入內地，但如果不是親身
北上讀書或工作，如何做到融合？我們理解到，
以前內地的朋友是通過收看港劇認識香港，如今
我們想要全面認識內地，當然是要看『國劇』。
我們希望由此打開港人了解認識內地的一扇窗
口，《馭鮫記》之後還有《特戰榮耀》和《且試
天下》，主演的楊洋、李一桐、趙露思、張豐毅
等都是內地炙手可熱的頂級明星，值得期待。」
如今的「港台電視31」，不僅星期一至五每晚
8點半連播兩集熱門的內地劇集，10點開拓的
「國劇夜場」更會播放題材新穎的諜戰、懸疑等
不同類型，「在免費頻道中，我們一定是播放國
劇最多的。我們每晚首播兩線劇，次日凌晨及清
晨會重播，而下午時段則會回顧過往已播的國
劇，每日播國劇的時段已經接近8個小時。」他
介紹道，「我們還會在逢星期六、日的11點的
『國劇周末影院』播放央視劇集，如《覺醒年
代》、《功勛》等，有些是央視送給我們，有些
是我們自己選購的精品，其中部分保留原汁原味
沒有配音，希望可以藉此助力推廣普通話。」
這些內地劇集在31台的收視長居港台頻道前

三甲，收穫觀眾讚賞，他由此提出「安心看國
劇」的概念，「過往觀眾想看最新『國劇』，大
多要透過收費電視盒子，甚或誤闖接收差勁的盜
版網站，如今我們無論是畫面質素抑或線路穩
定，都遠勝於那些『侵權』網站。我們很重視
『國劇』這一塊，投入資源讓更多人知道港台顯
著意義的工作是必須的，『看國劇就要看港
台』，這是我們的目標。」他說。

與灣區電視台聯製節目同播放
何重恩對「促進香港與內地共融」的製作目標

絕不僅限於播放內地劇集，內地優質紀錄片及綜
藝都在港台的選擇範圍之內，他稱港台常引入不
同類型的製作，也有些經過加工，如去年推出的
100集闡述中國近代歷史的紀錄片《世紀長征》
系列，不單在電台電視及社交平台上播放，更主
動提供給教育局，該系列正被考慮納入中三級課

程之中作為教材。為了推廣《世紀長征》系列，
港台更聯同相關單位舉辦了「學界菁英問答比
賽」及圖片展等活動，他表示：「在選擇和製作
的過程中，我們留意到現時很多內地的製作都會
大膽引述及評價歷史，是很實在的國民教育的生
動教材。在包裝《世紀長征》系列過程中，我們
邀請到多位『香港十大傑出青年』參與配音，所
以這既是國家的製作，也融入了香港的元素，再
通過我們的頻道和學界活動分享給更多市民和走
入校園。」
談到演藝產業發展，何重恩坦言香港曾經是內

地演藝界人士發展事業的重要據點，但如今香港
市場的影響力已遠不如前，「我們演藝文化界應
重振香港的地位，當我們下功夫推廣的『國劇』
做出聲勢，繼而便可以在本地媒體帶動國劇的文
化，喚起本地和內地市場的信心。」他續說，
「當我們引進更多『國劇』來香港，同時可以吸
引到更多內地演員來港宣傳或發展，逐步建立觀
眾基礎。產業化是媒體一定要做的事情，就如同
港劇、港樂想走入內地市場，同樣需要當地媒體
的報道宣傳，如果我們不摒棄門戶成見和地域界
限，就無法真正共同發展。」
何重恩堅信，在建立交流平台這件事上，港台

願意擔任領頭的角色。在管理層的推動下，他的
團隊正積極與大灣區各電視台建立聯繫和合作關
係，如與廣州市廣播電視台聯合製作的節目《灣
區全媒睇》，從大灣區出發，向觀眾介紹不同城
市的民生、基建發展及大自然風土人情，節目現
正於兩台通過不同渠道播放；在社交媒體上，可
以見到上月「國劇830」播出的《怪我過分美
麗》的女主角秦嵐，特別為香港觀眾錄製視頻宣
傳；而在港台製作的回歸25周年主題曲《前》
中，也見到曾為港台已播國劇演唱主題曲的歌手
張杰及張靚穎的身影，「我們能夠邀請到這些內
地歌手參與演唱回歸主題曲，與很多內地演藝界
人士保持合作，是因為他們開始感到我們重視並
願意持續做推廣國劇，也讓更多內地朋友看到香
港市場仍然值得重視。」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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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7月《號手就位》拉開了「國劇 830」節目的序幕。

◆31台逢周末將播放央視劇集。

香港電台，是香港廣播史上首家廣播機構，同時是香港唯一一

家由政府擁有並以公共廣播機構為名的媒體，見證時代變遷，陪

伴港人成長。逾90年長路漫漫，經歷高低起跌，對身為港台顧

問（節目）的何重恩而言，無論是早前推出的「國劇830」欄目，抑或現時如火如

荼進行中的回歸節目系列，用「心」製作才是港台煥發新生的關鍵。

在香港回歸25周年之際，他相信，港台的變化，大家都會看到，又希望港台可

以與業界共同為香港建立更優質的媒體和市場環境，吸引更多內地演藝界人士與香

港建立聯繫，保持合作，在共融中促進香港和內地的演藝娛樂產業蓬勃發展，攜手

走向世界。

◆採、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部分圖片由香港電台提供

◆港台舉辦的「太陽計
劃」歷史悠久，常邀

請知名歌手演唱
主題曲。

◆港台排除萬難
爭取到亞洲盃獨
家轉播權。

◆何重恩希望以
播放優質國劇擴
大 港 台 的 影 響
力，樹立口碑。

◆何重恩面對海量工作，
從未感到有壓力，他反而
樂在其中。

◆《馭鮫記》
等熱播言情劇
也在港台的選
擇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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